
最新李时珍试药故事 李时珍的故事读后感
(优质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
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
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李时珍试药故事篇一

听到《李时珍》影片中其父亲说的这句话后，我心中不禁想：
在逆流中的船还能行驶？那一定是一只不怕困难，乘风破浪
的船。不错，李时珍的一生就如同这只船，在逆境中前进。

影片《李时珍》的主人翁李时珍，是我国古代一位伟大的医
学家和药物学家。他编写了一部医学著作《本草纲目》。在
编写书籍的过程中，困难如急流中的大浪，一个接一个向他
涌来。但他却顶着困难，毫不退缩，永往直前。在他采集药
材，搜集资料的过程中，他的一个徒弟为了一本札记，为了
师傅，被无辜杀害。一天，碧空万里无云。李时珍与两个徒
弟攀着绳子，爬上了仙山。这次收获不小，发现了包括师傅
渴望的曼陀罗花在内的许多奇花异草。他们边采集，边记录。
当三人正要回去时，突然发现背后一群道士手拿木棍疯狂地
向他们奔来。三人赶紧往回跑，但还是被他们追上，并绑了
起来。老道士将三人大骂一顿还不罢休，一把夺过札记，扔
进火炉。一个徒弟拼命挣脱，不顾烫手的火苗抓起剩余部分
就跑。他跑到万丈深渊前，被道士追上来推了下去。等李时
珍与另一个徒弟找到他的尸体时，他手中还死死抓住那本札
记的几页。面对如此巨大的打击，李时珍不灰心，不泄气。

当我学习到用右手的大拇指与食指拨琴弦时，发现要点好掌
握，可要练就一定的速度，并非一日之功。我厌倦了，灰心
了，心想：练习这么难，又这么苦！还是不学了。不管妈妈



怎么劝说，我再也不想去吃那苦头了。现在，每当看到那把
被丢弃在一边的琵琶，就为自己害怕困难，向困难低头的行
为深感惭愧。
在我们成长的道路上，必定会遇到许多困难，遭受许多挫折，
如果知难而退，就会一事无成。只有从小注意磨炼自己的意
志，培养自己吃苦的精神，以李时珍为榜样，迎难而上，不
畏艰难险阻，才能实际自己心中的理想。

李时珍试药故事篇二

晚上，我一个人坐在床上看着《李时珍》这一本书，心里久
久不能平静。我的脑子里一直在围着一个问题：李时珍真的
一生下来就是天才，就会写《本草纲目》吗?可是后来直到我
从头到尾一直把这本书看完，我才明白这并不是的。

虽然我没机会看到李时珍爷爷，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我
的眼睛里却清晰地浮现了他的好形象：李时珍爷爷从小就很
爱学习，他的父亲李言闻是当地有名的医生。为了方便给人
治病，在自家的后院种了许多各种各样的草药。在李时珍三
岁的时候，父亲就让李时珍去后院浇水，李时珍去后院浇完
水后，就采下了一片楸楸草药叶子尝了尝觉得很苦，就跑过
去问父亲，父亲告诉他中药都那么苦，尝多就习惯了。从此
李时珍就开始研究许多中草药。

有一次，父亲拿出一把长有黄色粗根的草药问李时珍：“说
说，这是什么药?”“这不是地鲜黄吗?”李时珍想了想回答
说。“对，你知道它们的药性吗?”父亲又问。这一次李时珍
回答错了。父亲纠正了他的错误，然后严肃地说：“孩子，
你要记住，医生用错药，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呀!轻的会延误
病情，重者会把人毒死。千千万万不得马虎呀!”李时珍睁大
眼睛点点头，他把父亲的话牢牢记在心中。

李时珍渐渐长大，他萌发了学医的念头，参加了县里的科举
考试，中了秀才。后来又参加了第二次考举人的乡试，但榜



上无名。乡试落第后，他索性收了个徒弟，开始周游天下去
采集各种奇珍异草。有时走到一个地方就歇一会，啃点干粮
继续上路。经过千辛万苦和不懈努力终于写成了一本有着190
多万字的《本草纲目》，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读这篇文章我有很深的启发：一个人只有经过不断的刻苦学
习，才能做好一件完美的事。

科学的巨人——李时珍，连同你的《本草纲目》，将永远留
在中华民族的光荣史册上，永远镌刻在我的心上，世界人民
的心上！

李时珍试药故事篇三

（一）

读了这篇课文，我想：我们应该以李时珍随遇而安，以苦为
乐、甘于付出，一心为民的精神作为我们的榜样，李时珍亲
自尝草药是多么的危险，李时珍严谨认真的科学态度什得我
们学习。

（二）

大家知道李时珍吗？他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医学家，《本草纲
目》一书的编着者。今天，我就读了一篇关于他的故事，题
目叫《李时珍夜宿古寺》，这是他在全国各地察访药材时发
生的一个故事。

李时珍带领弟子庞宪察访药材，已经好几个月了。这天，他
们因为赶路错过了客店，眼看太阳就要下山了，弟子庞宪发
现远处有一座房屋，走近一看，是一个破败的古寺，便住下
了。夜幕降临了，师徒俩找来枯杂草，升起火来，两个人坐
在火边，一边啃干粮，一边喝水，吃过后，李时珍开始记录
当天的寻访所得。记着记着，李时珍让庞宪拿来药筐，从里



面翻出两种草药，它们的叶子十分相似，但药性不同，李时
珍端详了一阵，各扯下一点放在嘴里嚼了起来。

李时珍不畏艰难险阻，到各地遍寻药材，修订《本草》，为
的是谁？他为的是自己吗？不，他为了所有人都有一个健康
的身体！面对不好分辨的药材，他不是看不出就不看了，而
是冒着生命危险品尝这些药材。

他心里想的是什么？难道他疯了吗？不，他没有疯，他在这
些困难面前想的不是自己的生命，想的'是怎么样尽快修订好
《本草》，为万民造福！他不想自己，只想帮助他人的品格
让我回想起今年的玉树大地震，在这场天大的灾难中，有无
数像李时珍那样的志愿者，不顾自己的安危，抢救伤员。

读了《李时珍夜宿古寺》这篇文章，我懂得了一个人生中至
关重要的道理：为人要多付出，不要求回报。如果人人都能
做到这一点，我们的明天将会更加美好！

（三）

这篇课文的题目与第一自然段说明了李时珍师徒二人在察访
药材时十分辛苦，而最后一个自然段不写寺中的人，却写了
寺外的情景，这是首尾呼应同时也加重了主题，令人回味无
穷。这么写的好处是可以表明出李时珍夜宿古寺时的艰苦。

寺外，山风呼啸，猫头鹰在尖叫着，荒凉凄清，(.)这是人民
对阴森森的古寺的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也是李时珍师徒俩
餐风饮露，晓行夜宿。就在这如此恶劣的环境中，却有一个
人的心似“一轮圆盘似的月亮”心境像月亮一样宁静，月亮
慢慢移到了中天。

夜已经深了，他还在趁着这大好月色研究草药，他就是李时
珍。李时珍严谨认真和察访药材所经受的辛苦，深化了文章。
所以李时珍说：“我们修订的《本草纲目》万民得福，吃点



苦也是值得的。”

皓月当空则表明夜已很深，而李时珍师徒仍旧在研究药草。
这样写更加衬托出李时珍不畏艰苦，一心修订好《本草纲目》
的伟大形象，也深化了主题。

李时珍试药故事篇四

我执教的是苏教版国标本第七册16课《李时珍夜宿古寺》。
本课记叙的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医学家和药物学家李时珍为修好
《本草》，不顾年岁大，住破寺、吃干粮的经历，以及认真
记载、研究药物的事迹，表现了李时珍为修好《本草》不怕
吃苦的可贵精神和严谨认真的踏实作风。

对四年级的学生来说，李时珍和《本草纲目》离他们的生活
是很遥远的。这不仅仅是时间和年代上的距离。我希望通过
本课的教学，使学生在理解课文主要内容的基础上，体会李
时珍的可贵精神，产生对这位历史伟人由衷的敬佩之情。

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我在教学中注意了以下几点：

一、处理好“小故事”与“大背景”的联系。

“李时珍夜宿古寺”这件事，相对于李时珍修《本草》来说，
只是其中的一个小故事。可是就是在这个小故事中，可以看
到一个为了实现人生目标，造福人民的高大形象。所以，在
处理教材时，我决定把这个“小故事”与修《本草》这
个“大背景”紧密结合来进行教学。

由于学生对李时珍和《本草纲目》比较陌生，所以我在导入
部分用谈话方式向学生介绍了李时珍以及《本草》的巨大历
史成就，并让学生读一读评价、说一说体会，使学生感受
《本草纲目》在医药史上的重要地位，产生强烈的民族自豪
感，更为理解下文“修好本草，万民得福”打下了基础。



在引导学生理解课文时，我把文中出现的“察访药材”“试
药性”等学生不易理解的内容都进行了知识的扩充，帮助学
生体会要修一本药书是何等的艰难。在课的总结部分，我用
录音图象等方式，对修订《本草》的概况进行了综述，这样
既是为了引导学生领悟到“夜宿古寺”只是李时珍修本草中
的一件小事，由此感受到不怕吃苦、严谨认真的品质贯穿于
李时珍的一生，正因为如此，他的事业才获得了成功。同时
又是对课文中的难点“修好本草，万民得福”这句话的深化
理解。

二、以课文为背景的词语教学。

本课有不少难以理解的新词，只有引导学生对这些词的字面
义理解之后，学生才能真正读懂课文内容，也才能以课文内
容为背景，真正理解这些词的意思。我有选择地把生字、多
音字等词语在一起出示，学生在读准字音的基础上整体感受
到了这些词所表达的意思——艰辛与困苦。由此产生了对课
文内容的相关联想，提高了学词的效率。

三、突出重点、读中感悟。

本文的教学，我重点是引导学生体会李时珍修订《本草》时，
历经的千难万险，以及他们面对艰辛时所表现的态度。主要
采取找重点句，抓关键词，感情朗读等方法来引导感悟。我
引导学生精读课文中的三处内容：

1、古寺的破败景象;

2、李时珍亲自尝草药;

3、李时珍师徒的对话。这些内容从不同的角度突出表现了李
时珍的不怕困难、不怕危险的精神境界。教学时，我先让学
生自己读，再谈谈各自的理解，互相交流。在此基础上，引
导学生有感情地反复朗读好这几处内容，学生通过对这几处



重点内容的精读，体会到李时珍修《本草》时的艰辛与危险，
从而在心目中树立起李时珍的高大形象。

四、读写结合，以拓展升华。

想象以下，自己编个小故事。希望课的结束，成为学生思维
新的开始。

李时珍试药故事篇五

《李时珍夜宿古寺》记叙的是我国古代伟大的药学家、医学
家李时珍不顾年岁大，为修订《本草纲目》住破庙、啃干粮，
以及在月光下认真记载寻访所得的事迹，表现了李时珍不怕
吃苦的可贵精神和严谨踏实的工作作风。

本文故事性很强，所以在教学中我引导学生通过品读语言来
理解课文内容，体会人物的性格、品质。比如：课文从哪几
个地方体现了李时珍“苦”？通过巡视，我发现大多数同学
都能够找到三处体现他过程的苦，但“日积月累地奔波，在
破庙里过夜，比住在家里苦多了。但我们修订号=好《本草纲
目》，万民得福，吃点苦也是值得的。”很多学生没有找到，
所以在讲的过程中，我着重让学生体会这句话中的内涵，通
过朗读感受李时珍的.不怕苦及为名造福的品质。

在让学生理解“端详”的时候，开始只能说出仔细，但没有
说具体。让他们拿出自己的尺，跟同桌的对比会有什么不同，
他们很顺的翻来翻去，也就理解了李时珍当时的情境，感受
他的无比敬业、细心。


